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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向善力量
拂去心灵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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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幅度 全球领先

“这几年中国对复杂先心病的诊
治能力明显提升，治疗先心病的双根
部调转手术是由我国发明的，并且列
入了美国医生继续教育课程。”国家
心血管病中心副主任郑哲说。

在谈及中国心血管病治疗时，郑
哲表示，我国心血管病患者人数已达
2.9 亿。改革开放以来，心血管病外
科 的 医 疗 队 伍 不 断 壮 大 。 到 2016
年，能开展心血管外科手术的医院达
到 723 家，医疗的可及性明显提高，
诊疗质量也得到了增强。

心血管病治疗技术及质量的提
升，也是整体医疗环境的缩影。数据
显示，近年来，我国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脑梗死等 16 个病种住院患者死
亡率持续下降，一系列临床学科的关
键指标呈现出质量安全提升。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有关负责人
郭燕红表示，在部分专科、重点病种
和手术诊疗质量稳中有升的背后，是
政府监管、机构自治、行业自律、社
会监督的多元共治新格局。近年来，
我国医疗质量管理工作不断在制度
化、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上发
力。其中，《医疗质量管理办法》 和
18 项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要点发

布，制度顶层设计日渐清晰；在国家
层面成立麻醉、病理等学科和心血管
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重点疾病的质
控中心 35 家，工作网络和合力不断
形成。

近日，权威医学期刊 《柳叶刀》
发布最新全球医疗质量和可及性排
名，中国从 2015 年的全球第 60 位提
高到 2016年的第 48位。而从 1990年
到 2015 年的 25 年间，中国排名的进
步幅度位居全球第三。对此，郭燕红
表示，中国在一年间跃升 12 位，是
中等SDI （社会人口指数） 国家中进
步最大的，我国医疗技术能力和医疗
质量水平提升的成绩得到了国际上的
广泛认可。

先进技术 护佑健康

“尽管我国的消化内镜发展起步
较晚，但现在可以自豪地说：中国消
化内镜无论从治疗还是研发，已经是
领跑的水平。”中国工程院院士、国
家消化内镜专业质控中心主任李兆申
说。

李兆申表示，根据统计，2015
年我国有 6000 多家医疗机构开展内
镜检查，一年能完成将近 3000 万例
的消化内镜检查，诊疗例数世界第
一，救治了大量患者。与此同时，消

化内镜器械自主研发力度逐渐加大，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从跟跑到领跑，越来越多的先进
医学技术为患者带来健康。《“十三
五”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专项规划》
提出，推动解决卫生与健康领域的重
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应对重
大疾病防控挑战、提高国民健康水
平。着力突破 20—30 项前沿、关键
技术并转化应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肿瘤专业
质控中心主任、国家癌症中心主任赫
捷说，医疗创新技术的应用明显提高
了肿瘤诊疗水平，以胸腹腔镜、机器
人为代表的微创外科技术，广泛用于
肺癌等常见恶性肿瘤的治疗，显著减
轻了患者创伤，增强了疗效。

郑哲同样指出，现在很多人动不
动就要到国外去做手术，其实在国内
同样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

“比如心脏移植，随着我国器官
捐献工作开展得越来越好，心脏移植
手术开展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心血
管领域中技术含量最高的人工心脏，
以前完全由欧美国家垄断。最近，我
们完全自主研发了用于临床的新型的
人工心脏。”郑哲说，目前我国心脏
移植手术的存活率，已经比国际平均
水平高10到15个百分点。

弥补短板 缩小差距

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专家
指出，当前我国医疗技术能力和质量
水平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
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目前，在癌症和
心血管等疾病方面，我国的医疗技术
和医疗质量仍有待提高；东西部地区
的医疗资源差异也需要尽快缩小。

赫捷表示，虽然我国的肿瘤5年
生存率有了较大提高，但整体与发达
国家相比仍有提升空间。下一步将继
续加强肿瘤质控和规范化诊疗，推动
肿瘤分级诊疗体系落地，推广肿瘤治
疗新技术的应用，加速新药研发进
程，不断提高各级医疗机构的肿瘤诊
疗水平。

郑哲认为，部分中小医院在心血
管治疗上的水平与大医院相比还有一
定差距，这需要加强质量管理和控制
工作，搭建全国信息化质控平台。同
时，要建立科学明确的质量控制指
标，力求提高整个专业尤其心血管外
科诊疗的同质性。

郭燕红说，下一步我国将不断完
善质控体系，让质量控制从业内引导
走向社会公开，更好地满足百姓多元
化健康需求、维护群众健康权益。

而在扩大优质医疗资源供给方
面，郭燕红说，一方面将继续打造国
家医疗质量和医疗技术高地，充分
发挥行业引领和带动作用；另一方

面，继续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县域医
疗机构的支持，加大短板专业的技
术发展，进一步缩小区域间和专科
间发展的差距。

中国医疗技术质量双提升
本报记者 刘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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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17年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正式发布。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数为
81.8亿，较2016年增加3.2％。

在医疗资源供给持续增加的同时，中国医疗技术能力和医疗质量水平同样显著提升。在政府主导、行业推动以
及医疗人员的努力下，中国医疗技术能力与质量水平的“双提升”不仅惠及国民健康，也得到了国际广泛认可。

夜跑的魅力

在奥森公园的空地上，很多上
班族换下正装、换上轻便的运动
服，化身“夜跑侠”。来自“乐动
力北京跑团”的团员围成圆圈，跟
随教练整齐一致地做着热身运动。

“乐动力北京跑团”团长烽
（化名） 说，“跑步不像打篮球、踢
足球需要很多伙伴，只要一双跑鞋
就足够了。夜跑这种形式也很适合
上班族。”

有些人为减肥而跑，也有人为
了释放压力而跑，归根结底，跑步
能让人的身体和心理更加健康。

跑者樊连伟从事通信行业，
“跑步让我抛开烦恼、笑对人生。”
樊连伟说，从小学开始，自己爱上
了跑步。到目前为止，他已参加过
5次全程马拉松比赛。

“夜跑可以释放工作中的烦恼
和压力。跑完洗洗睡，不会有心
事。”樊连伟说。

夜跑潮流虽热，但关于夜跑的
争议也不少。有专家称，睡眠前做
大量剧烈运动会影响睡眠质量。同
时，晚上气温较低，跑步会让体温
升高，毛孔受热张开，一旦受凉会
增加患病几率。

但对很多“夜跑侠”来说，夜
跑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在奥森公园，参加夜跑的跑者大多

数都是上班族。一些受访者表示，
虽然很想晨跑，但早起运动会让身
体感到疲惫，影响工作状态。

跑者刘娟是一名程序员，她
建议夜跑最好在睡眠前一个半小
时完成，避免因运动兴奋而导致
失眠。

“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科
学的夜跑既能放松身心，也有助于
睡眠。”刘娟补充道，对女性跑者
来说，夜跑不怕被晒，这也是夜跑
的吸引人之处。

更重要的是，在繁忙的工作
之后还能坚持锻炼，本身就是一
件值得点赞的事。跑者西凉 （化
名） 认为，跑步也是一种人生态
度。“长时间坚持一件事情，就会
形成一个好习惯。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夜跑，证明大家越来越重视
身体的健康。”

跑团的助力

“工作太累，不如明天再跑”
“一个人跑太无聊，下次约好朋友
再说”“昨天跑得太多，今天休息
一天”……对很多上班族来说，每
想到运动，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借口
成为坚持锻炼的绊脚石。

丢掉惰性，“组团”是一种不
错的方式。形形色色的跑团，正是
跑步热情的写照。

根据中国田协的数据，2016

年，全国跑团数量超过 12 万个，
常年参与跑团活动的总人次超过
1000 万。跑团类型繁多，成员来
自五湖四海，没有年龄、职业的界
限。

据介绍，乐动力跑团策划了各
式各样的跑步活动，如大型荧光
跑、彩虹跑等，寓运动于娱乐。据
烽介绍，跑团成立的初衷，就是提
供一个平台，促进大家运动和交流
分享。

“跑团中有一些跑龄较长的团
员，在专业知识上给了大家很多帮

助。他们还将自己的装备无私地分
享给大家，对年轻的跑者给予很多
关爱。”烽说。

跑团成员樊连伟说：“一个人
跑比较枯燥，难以获得更丰富的专
业知识。组团一起跑，互相鼓励，
能够更好地坚持下来。”

与此同时，跑团也提供了一个
更为安全的跑步方式。刘娟则表
示，夜跑对于女性而言比较危险，
加入跑团结伴而行，能够更好地保
证人身安全。一旦出现受伤等问
题，也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

城市“夜跑侠”
李惠仪 易燕丹

夜幕低垂，北京奥
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园却
熙熙攘攘，比白天更热
闹。男男女女身着运动衣
和跑鞋，围在一起舒展身
体，热身完毕，便三五知
己地奔跑而去。不管是公
园里的跑道，还是曲径通
幽的小路，都有挥汗如雨
的跑者身影。

夜跑，已成为很多
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告别“低头族”，“全
副武装”上街夜跑。“夜跑
侠”的出现，让城市的夜
晚变得活泼和生动。

减压的方式有很多种，但“对
骂”不该成为其中之一。

近日，在微信、贴吧等平台出
现了所谓的“对骂群”。据说，这源于
球迷因比赛中的争议判罚作出的对
骂宣泄，随后演变为各种以兴趣、生
活习惯甚至地域为主题的网络语言
暴力。很多人在对骂群中肆无忌惮地
爆粗口、地域歧视、侮辱他人人格。

“对骂群”的流行显示出，网络
空间中的个人素质与修养亟待提
高，而这种现象背后，反映出一部
分人存在的精神焦虑，对于这种

“时代病”，需要理性看待、对症下
药。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焦虑感和
紧张感，构成了时下焦虑的特殊
性。生活的焦虑、工作的压力，让
人们“压力山大”。当压力、苦闷无
处倾诉时，网络便成了情绪的宣泄
场所甚至是放大器。

要破解社会焦虑，首先需要社

会继续深化改革，不断释放改革红
利，为个体提供充分发展的广阔空
间，创造和谐、公平、正义的社会
环境，形成破解社会焦虑的大环境。

其次，需要完善公民人格教
育。在现代社会，需要教会人们解
决生活困难的能力，明白人与人之
间存在人文关怀，懂得遵循公序良
俗和社会规则，这些都可以削减产
生焦虑的心理土壤和外部环境。

当然，更重要还在人们自身的
调整。如何才能做到不被社会各种
情绪所裹挟？人们需要在时代的快
速变迁中寻回完整心灵那“丢失的
一角”，用向善的、积极的、崇高的
力量拂去心灵的尘埃，时刻保持头
脑清醒、视野开阔、奋发向上。

《论语》 云：“躬自厚而薄责于
人，则远怨矣。”凡事多反求诸己，
我们的心灵将向着更蓬勃、更饱
满、更崇高的方向不断生长。

七彩
絮语

近年来，福建省妇幼保健院不断提升软硬件水平，按高标准新建医疗保
健综合楼，并推出手机远程自助建档、人脸识别、产房待产指导、新生儿抚
触等服务，打造智慧型医院、关怀型医院，完善全程生育服务链。

图为 6月 12日，在福建省妇幼保健院产科门诊，护士在引导一位通过手
机预约产检的孕妇就医。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参加夜跑的跑者在热身。 李惠仪摄

智慧医院完善生育服务链智慧医院完善生育服务链

乐动力北京跑团的跑者在夜跑乐动力北京跑团的跑者在夜跑。。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